
·医学教学· 预防医学研究 

 ·188· 

服务性学习在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态度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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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 要】目的：探讨服务性学习对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态度的影响。方法：选取 2022 级学生作为对照组，2023 级学生作为实验组，对

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，实验组采用服务性学习方法，教学结束后比较两组学生在对老年人态度得分，技能提升以及情感态度的比较。结果：对照组对

老年人的偏见分数为 53.40±11.64，欣赏为 55.45±11.85，实验组对老年人的偏见为 59.70±11.13，欣赏为 30.73±9.04，两组学生对老年人的偏见和

欣赏均有统计学意义（P≤0.05）。同时技能提升快，对未来就业意愿更强。结论：服务性学习可以提升学生的职业态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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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，国家对于壮大养老服务人才，提升人才

素质的需求迫在眉睫。但目前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以中老年妇女为主，

文化水平相对较低，主要负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。针对这一现象，

国内各高校近年来纷纷开设养老护理相关专业和课程，但学生毕业后从

事养老相关工作的少之甚少。有研究[1]显示学生不愿从事养老服务与对老

年人印象不好有关。为改善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，增强学生对从事养老

服务事业的信心，本研究将服务性学习与养老机构老年护理教学相结合，

探索其在老年护理职业态度培养中的应用效果[2]。 

1.对象与方法 

1.1 研究对象 

选取我院 2022 级和 2023 级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作为研究对

象。为控制研究质量，实验课程分别开设在学生第二学期，所以将 2022

级学生设为对照组，其中女生 70 人，男生 12 人。2023 级学生设为实验

组，其中女生 68 人，男生 14 人。所有学生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

同意书。两组学生在性别、年龄、有无社区服务经历、家中是否有老人、

是否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等方面比较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（P＞0.05）。 

1.2 教学方法 

1.2.1 对照组 

对照组实验课共 18 学时，主要在学院老年护理实训室采用模拟演绎

法开展老年照顾技术的讲解、训练和考核。 

1.2.2 实验组 

实验组实验课共 18 学时，采用服务性学习模式，带领学生进入养老

机构，由养老机构带教老师讲解老年照顾技术后，学生分组对老年人进

行健康评估、制定计划、指导学习、陪同练习、健康反馈等服务。每次

课程结束后以小组制作 PPT 汇报服务经验。 

1.3 评价工具与方法 

1.3.1 老年人态度量表（Kogan’s Attitudes Toward Old People Scale） 

此量表由 Yen[3]等人修订，量表包括偏见和欣赏两个维度，条目 1-17

为对老年人的偏见，条目 18-34 为对老年人的欣赏。每个条目从非常同

意到非常不同意，采用 Likert6 级计分法，分值从 1 分到 6 分。此量表的

总 Cronbach’s a 系数为 0.82，偏见态度的 Cronbach’s a 系数为 0.83，欣

赏态度的 Cronbach’s a 系数为 0.81。 

1.3.2 PPT 汇报 

学生采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PPT 汇报，汇报内容主要包括服务的内

容、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、服务的效果以及感想，汇报

时间控制在 8 分钟以内。 

1.4 统计学方法 

量性资料采用 SPSS26.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，计量资料用均数±

标准差表示，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运用 t 检验，以 P≤0.05 作为统计学有

意义的标准。 

质性资料采用 Colaizzi 现象学研究法进行分析。阅读原始资料，分析

出重要的论述，将重要的论述进行编码归类，总结形成主题。 

2.结果 

2.1 两组学生老年态度量表得分比较 

本研究中，实验组的偏见为 59.70±11.13 分，欣赏为 30.73±9.04 分，

对照组偏见为 53.40±11.64 分，欣赏为 55.45±11.85 分，实验组与对照组

在偏见和欣赏中都具有统计学意义（P≤0.05）。 

两组学生老年态度量表得分比较（ sx  ） 

组别 例数 偏见 欣赏 

实验组 82 59.70±11.13 30.73±9.04 

对照组 82 53.40±11.64 55.45±11.85 

t 值  -4.992 4.845 

P  0.000 0.000 

2.2 对学生的 PPT 汇报内容进行分析，通过服务性学习的模式，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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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收获如下： 

2.2.1 技能方面 

①增强了自主学习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

大多数学生在 PPT 汇报中提到为了在养老机构能更好的为老年人提

供服务，避免出现业务不熟等尴尬情况，在进入实验课之前都会提前预

习相关理论内容，借助网络课程听课，做笔记，分析在服务老人过程中

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提前翻阅书籍，上网搜索做好准备工作。在进入养

老机构通过带教老师讲课以及在老年人中进行实践，加深了对理论知识

的理解，明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。在服务老人过程中也会增强自信心，

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到实践过程中。 

②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与老年人交流的能力 

大多小组提到在养老机构以小组为单位学习会更有激情和兴趣，在

实践过程中，小组遇到问题后思路会更加丰富，避免思维死角，尽快研

制解决方案，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也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另

外通过与老年人的实际接触，体会到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性格不好，大

多数老年人还是比较容易相处，在服务过程中也愿意积极配合。少数性

格迥异的老年人，通过理论学习，我们也能够逐渐灵活运用不同沟通技

巧进行沟通，获得老年人的配合。 

2.2.2 情感态度方面 

①加深了对养老护理员的职业素质的理解 

大部分学生之前对养老护理员的认识都不充分。通过身边大人的讲

解认为养老护理员就是对老年人进行生活照顾，类似保姆，社会地位低

下。当初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对养老护理员没有太多了解，所以在学校也

不愿意主动学习。但是当我进入养老机构，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以及实地

参观学习，认识到对老年人的服务远远不止生活照顾，老年人也需要生

活气息，需要娱乐的正常人，对他们的照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。与此同

时，对老年人的服务也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有理论的正确指导才能

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

②坚定了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的信心 

通过在养老机构的亲身实践，大部分学生打破以往对养老护理员的

偏见，认为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并不丢人，与老年人一起也很开心。随

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重，国家需要养老服务人才，应该抓住现在的机

遇，好好学习理论知识，并积极实践，通过实践再扎实理论基础，成为

优秀的养老护理员，增添一份力量，不断壮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。 

3.讨论 

3.1 服务性学习培养学生对老年人态度的影响 

采用服务性学习模式使学生对老年人态度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，实

验组对老年人的偏见减少，对老年人的欣赏增加。这与宋平[2]等人的研究

结果相同。服务性学习是将社区服务与课程学习相结合，使学生在社区

服务活动中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方法[4-5]。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各

个机能退化，自理能力逐渐缺失，回到婴儿时代需要耐心呵护。不与老

年人实际相处很难体会到老年人的艰难，所以通过服务性学习的方式，

在教学过程中与老年人相处，了解实际情况才能理解老年人，减少刻板

印象，增加欣赏感。 

3.2 服务性学习对学生技能的影响 

本研究显示采用服务性学习的方法开展实验教学，提升了学生自主

学习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团队合作以及与老年人沟通的能力。这与刘娜[6]

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。服务性学习就是在社区开展实践教学，促进学生

自身发展和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一种教学方法。相比学生之间模拟演

示，进入养老机构亲身实践更与实际相吻合，提升学生技能。 

3.3 服务性学习对学生情感的影响 

本研究显示通过服务性学习模式，加深了对养老护理员职业素质的

理解以及对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信心。这与刘娜[6]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。

相比对照组学生，实验组学生通过对养老机构的了解，对养老护理员从

事工作的认识后，增强了对老年护理的学习意识和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

认可。 

4.总结 

在课程教学过程中，采用服务性学习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

果，还增加了学生对养老机构和养老护理员工作的新的认识，增强了从

事老年护理工作的意愿。今后可以在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课程中增加服

务性学习的方法，加深学生对职业的认识，增强就业率，壮大养老服务

人才队伍，灵活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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